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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修改采用 ISO 7256-1: 1984《播种机械 试验方法 第 1部分:单粒(精密)播种机E

(英文版)。

    本标准根据ISO 7256-1:1984重新起草。

    考虑到我国标准与国际标准的差异，本标准在采用国际标准时，进行了如下修改:

    — 引用了采用国际标准的我国标准，而非国际标准，但所引用的我国标准并非等同采用国际

        标 准;

    — 增加了滑转率、滑移率、种子净度和种子千粒重术语;

    — 增加了田间试验时滑转率、滑移率对排种驱动轮转速的影响的计算公式;

    — 在附录E中增加了田间生产试验的内容;

    — 删除了ISO 7424引用标准及仪器编号的内容

    这些技术性差异已编于正文中并在所涉及的条款的页边空白处用垂直单线标识。

    为便于使用，本标准还作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     ÌSO 7256本部分”一词改为“本标准”;

    — 删除国际标准的前言;

    — 增加了国家标准前言。

    本标准是对GB/T 6973-1986《单粒(精密)播种机试验方法》的修订。

    本标准与GB/T 6973-1986的技术差异如下:

    — 按GB/T 1. 1-2000重新编写;

    — 增加了滑转率、滑移率、种子净度和种子千粒重术语;

    — 增加了田间试验时滑转率、滑移率对排种驱动轮转速的影响的计算公式;

    — 删除了部分记录表格;

    — 增加了附录F《单粒(精密)播种机试验报告示例》。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附录C,附录D、附录E为规范性附录，附录F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农业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农业机械化科学研究院、山东华日集团总公司、中国农业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兆文、刘星福、李问盈。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 GB/T 6973-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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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的目的是为试验机构和其他组织提供适用的单粒(精密)播种机的标准试验方法，以实现在

不同地区和不同气候条件下进行可重复性试验，并使各种型号机具的试验有可比性。

    本标准规定的可重复性条件限定的规定性试验可用于田间规定性试验和评估田间规定性试验，但

是这些试验可以在试验机构的建议下或生产厂家的要求下有选择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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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粒(精密)播种机试验方法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单粒(精密)播种机试验方法。

2 规范 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9478 谷物条播 机 试验方法(GB/T 9478-2005,ISO 7256-2:1984,MOD)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单粒精密播种机 single seed drills(precision drills)

播种机的排种器将种子按预定的间距单粒地播人由开沟覆土装置形成的播行内。

播种单体 sowing unit(for seed)
一般由排种装置和开沟覆土装置等工作部件组成。

3.3

149种器 metering mechanism(for seed)

将种子单粒地排入播 行内的装置 。

3.4

开沟被土装里 burying device
一般包括一个开沟器、开沟深度调节装置及种子覆盖装置。

3.5

开沟器 coulter

在土壤中开出种沟以承接排种器排出的种子的工作部件。

3.6

排种f"  flow rate
排种器在单位时间内排出种子的数量或质量。

播种，，〕 application rate

单位播行长度或单位播种面积内播人的种子数量或质量。

3.8

粒距 spacing

播行内相邻两粒种子间的距离

理论粒距:由制造厂规定和控制机构所能控制的种子间距。

1) 对于(单粒)精密播种机，测定排种量和播种量仅涉及种子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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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漏播 miss
    理论上应该播一粒种子的地方而实际上没有种子称为漏播。统计计算时，凡种子粒距大于1.5倍

理论粒距称为漏播(见6.1.1)

3. 10

    重播 multiples

    理论上应该播一粒种子的地方而实际上播下了两粒或多粒称为重播。统计计算时，凡种子粒距小

于或等于0. 5倍理论粒距称为重播(见6.1.1),

3. 11

    滑移率 skid rate

    播种机在田间作业中，传动(地)轮运转时，相对于地面的滑移程度

S一 2nRn

  2nRn
又 100 ·⋯ “二‘⋯ ‘···。。·⋯ (1)

式 中:

S, 滑移率，单位为百分率(%);

S— 传动轮走过的实际距离，单位为米(。)，

R— 传动轮半径(刚性轮测轮子的外缘.不计轮缘外凸出物;橡胶轮测量轮胎承载后的静半径)，

      单位为米(m);

n— 传动轮在路程5内的转数。

3. 12

滑转率 slippage rate

以驱动轮为传动轮的播种机，在田间作业中传动轮运转时相对于地面的滑转程度。

卜 2nRn一 S、，。。
02= -气二-气井丁--- 入 1VV

              乙 沉n 刀

··⋯ ‘·。···。······。。⋯ (2 )

式中 :

    6}- 滑转率，单位为百分率(%)。

3. 13

    种子千粒重 mass of 1 000 seeds

    水份含量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1 000粒种子的质量，以克(9)为单位。

3. 14

    种子净度 purity of seeds
    种子样品中去掉杂质和废种子后，留下的种子质量所占的百分率

一般试验条件

4. 1 播种机

4.1.1 抽样

    提供试验的播种机，可由试验机构会同生产厂家抽取

    所抽播种机应符合生产厂的技术规范，制造厂应将技术规范以书面形式提交试验机构

    试验报告应说明试验用播种机的抽样方法。

4.1.2 使用说明书

    样机应按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规定使用。产品使用说明书中应至少给出下列内容:

    a) 产品适用的最大和最小行驶速度，单位为米每秒(m/s) ;

    b) 排种器的最大和最小转速或线速度，以转每分钟(r/min)或米每秒(m/s)表示;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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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播种用种子类型和品种;

    d) 播每种种子采用的排种装置。

4.1.3 技术特性检验

    制造厂提出的技术特性应记人试验报告，并予以检验。

4.2 种子

4,2. 1 种子类型

    播种机试验时应采用制造厂产品使用说明书中要求的种子。

4. 2. 1. 1 单用途播种机

    如果注明播种机是用于播种某一类型种子，并适用于不同的播种方式时，则试验应按制造厂使用说

明书规定的种子类型和播种方式进行试验。

4.2. 1.2 多用途播种机

    如果注明播种机为多用途，则试验应对下列4种类型的种子进行试验。

    —     a类:直径为((3士。.75) mm，中等尺寸的圆粒种子(例如豌豆或包衣种子，其包衣应光滑、形状

          规则 );

    —     b类:直径小于3 mm，形状规则的小粒种子(例如圆白菜种子);

    —     c类:直径大于6 mm，形状不规则的大粒种子(例如豆类或玉米种子);

    —     d类:制造厂允许除上述类型外，比较难播的种子(例如非球状单胚芽甜菜、胡萝卜种子等)。

    注:除包衣种子外，试验用种子不应进行任何能改变其物理特性的处理。

4.2.2 种子特征

    试验用种子尺寸特征(形状和颗粒轮廓)、净度(杂质、坏种和破损种子的百分数)、千粒重(百粒重)

以及该批种子的含水量，应记人试验报告。

4.3 环境条件

    应观测环境湿度并记人试验报告。

5 规定 性试验z>

5. 1 试验分类(见附录A)

    规定性试验主要测定播种粒距的精确度和播种量。

    每次测定试验应在3个不同的播种单体上进行，或在一台多行播种机上取3行，如果每个播种单体

都有独立的排种装置则取3个独立的播种单体进行试验。

    第1,2,3,6号试验(见附录A)应对播种单体进行静态试验或动态试验。

    第4号试验(见附录A)应对播种单体进行动态试验。

    第5号试验(见附录A)应对播种单体在承种床上方移动时进行动态试验。

5.1.1 静态试验

    播种单体处于静止状态，排种装置应在实际作业转速下运转，也就是考虑到理论行驶速度和排种装

置与驱动轮速度间的调节速比。为了模拟播种机与地面相对移动，可用一条粘胶带以相当播种机的作

业速度在播种单体下方移动。不考虑播种机打滑的情况，其速度与播种机的前进速度相当。

    注:这种借助粘胶带记录种子的方法可以以任何其他方法取代。例如用声学或光学方法。采用的方法应记人试验

        报告 中。

5. 1.2 动态试验

    将播种单体安装在移动式小车上，恒速平稳地通过粘胶带上方，前进速度与播种机的实际作业速度

2) 选择性试验见附录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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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等，并进行测定和记录。

    注:借助于粘胶带记录种子的方法可以以任何其他方法取代。例如用声学或光学方法.采用的方法应记人试验报

        告中。

5. 1.3 承种床上的试验

    播种单体应恒速平稳地在规定技术特性的承种床(见注)上方移动。

    开沟器的人土深度应大于最小的播深。

    为了防止种子被覆盖，开沟器上可带有附加装置，但不应影响种子的间距并保持播种深度的稳

定性。

    试验时的前进速度应相当于播种机实际作业速度。

    注:承种床的特性:

        a) 型砂承种床

            一一 型砂粒度85 p.-120 1,m;

            -一 猫土含量具有一定的茹结力((20写̂ B5%);

            — 含水量4%-6%之间。

        b 纯承种床:芳丹白露承种床，其中按1%比例加人了一种低薪性油

5.2 调整和试验方法

5.2. 1 开沟器的位置 (见附录 A)

    第1,2,6号试验(见附录A)可在开沟器提升状态下进行。从排种器投种口到种子落地点的距离应

尽可能接近实际的播种距离。

    第3号试验(见附录A)部分试验应带开沟器，试验时、为了便于观测种子触及开沟器内壁反弹下落

的方向，开沟器应处于适当位置。此时，从排种器的投种口到种子落地点的距离应稍大些，但应尽量接

近实际播种距离，以免扩大种子的散射区。投种高度距离应记人试验报告。

    第4,5号试验(见附录A)开沟器应处于适当位置进行

5.2.2 种子箱加种

    种子箱在试验期间加种时，应避免出现任何不正常的种子压实情况。

    试验可在满箱(100%)、半箱(50%)和1/8箱(12.5%)总容积下分别进行，该总容积应是排种杯的

有效容积和种箱容积之和。

5.2.3 前进速度

    根据制造厂使用说明书的要求，应在相当于下列前进速度1.0 m/s,l. 50 m/s,2.0 m/s,2. 5 m/s和

3. 0 m/s中选出3种为作业速度进行试验。

    对于静态试验，驱动轮转速可由式((3)求得:

                                                            V

                                    田=2 ,cR

式中 :

一 驱动轮转速，单位为转每秒(r/s) ;

V— 播种机前进速度，单位为米每秒(m/s) ;

R— 平均载荷下驱动轮半径，单位为米(m).

对于田间试验，驱动(地)轮转速可由式((4)求得:

                                                            V

                            m一2ak面千占而

式中 :

V— 播种机前进速度，单位为米每秒(m/s);

R— 平均载荷下驱动轮半径，单位为米(m);

a,- 滑移率。

若排种传动是由拖拉机驱动轮带动时，则拖拉机驱动轮转速按式((5)求得。

。..................·。。·(3)

  。...........·..··一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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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2nR(1一戈)
.............·..·.⋯ ⋯ (5 )

    式中 :

    8z- 滑转率。

5.2.4 播f调节

    试验应以所用种子在农业上通用的平均播种间距进行。并将播量记人试验报告。

5.2.5 排种装置速度调节

    种子间距的控制靠选配排种器孔或窝眼的数量及转速(或线速)来达到，试验应按制造厂所规定的

排种装置的最大转速、最小转速、最大和最小转速的算术平均值相近速度下进行。为了得到特定的播种

间距，可在播种单体上采用(排种滚筒、型孔盘或型孔带式)排种元件。

    如果播种机只有一种播种间距调节方法，则试验只在一种播种间距调节方法下进行

5.2.6 倾斜试验

    倾斜试验应按如下进行:

    a) 向后倾斜:播种单体向后倾斜110(20%的倾斜度);

    b) 向前倾斜:播种单体向前倾斜110;

    c) 向右倾斜:播种单体向右倾斜110;

    d) 向左倾斜:播种单体向左倾斜1100

5.2.7 试验的持续时间

    行程次数应根据试验台测定区段长度而定。测定区段长的最小长度，应相当于250个粒距所占的

位置 。

    试验台的每一个行程(动态试验)或移动式粘胶带的每一个行程(静态试验)，其足够长度应不包括

为消除起动时由于加速而产生的不规则性

    每次试验前，种子箱应添加种子，并使排种器运转足够的时间，以使种子充满排种杯。

5.2.8 测定方法

    静态试验和动态试验中，测定种子粒距的方法是量取相邻两粒种子间的几何中心距离，测量单位为

毫米(MM).

5.3 试 验程序(见 附录 A)

5.3. 1 种箱中种子面高度的影响((1号试验)

    测定种箱内不同种子面高度对排种装置排种性能的影响。

5.3.2 排种装置速度调节的影响((2号试验)

    测定排种装置速度对排种的影响。

5.3.3 排种装2倾斜状态的影响 ((3号试验)

5.3.3. 1 前后倾斜

    测定前后倾斜对排种装置排种的影响。

5.3.3.2 左右倾斜

    测定左右倾斜对排种装置排种及间距精确性的影响(来自开沟器翼部的回弹)。

5.3.4 播种机前进速度的影响((4号试验)

    测定播种机前进速度对排种装置排种和播种间距精确性的影响。

5.3.5 种子 附加运 动的影响((5号试验)

    观察种子的附加运动(种子转动)并确定对其落地位置精确性的影响

5.3.6 种子离析 的影 响((6号试 验)

    观察种子箱内种子的离析现象，并确定其对排种性能的影响

    注:测定前先将排种装置运转 30 min，连续添加种子，最后使种子箱内的剩余种子面高度不少于1/8箱.在充满种

        子箱 1/8容积后进行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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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 验结果

6.1 规定性试验结果

    检验每1行程每1次试验的结果，如果试验是在3个播种单体上进行，则每1次试验应得到3个结

果(每个播种单体1个结果)，并将试验结果记人试验报告。

6.1.1 数据处理

6.1.1.1 按制造厂说明书提供的播种理论粒距X、调整播种机，该理论粒距应经试验机构验证。

6.1.1.2 试验时测得各相邻种子粒距的不同X值。

6.1.1.3 这些不同的X值落人分布在X_‘的两侧，以0. 1 Xre，间隔分成区段，在X}，的周围可得到如下

区段:CO. 9 X}�X,a);CX,-1.1 X,,〕等等。

6. 1门.4 每个区段的变量为:

(6)土
孔

-一
X

一

式 中:

毛— 区段的中值。

1.5 绘制如下图表

a) 频率表(见附录0表示不同区段的X值及其出现的频率n。

b) 频率直方图(见附录D)以X 为横坐标，相对频率F;=n;/N为纵坐标。

式中:N为试验测定的种子数。

1.6 频率表应按下列间隔划分:

{ 0-毛0.5)

汇>0. 5一(1.5}

{>1. 5-镇2.5}

{>2. 5-成3.5}

{>3.5~ +co}

如果 :

n;一艺n; (X;6{0̂ 0.5})

形=En; (X; E{>。.5-簇1. 5))

成=名。(X, E {>1.5-镇2.5D

川二艺n; (X; E {>2. 5-镇3.5})

n,=En;(X〔{>3.5一+二})

则 :

                          N=n, +n, +n,+n,+n,············，········⋯⋯

6.1.1.7 确立以下等式

    — 重播数 :

    — 合格数 :

    — 漏播数 :

    — 区间数 :

    — 平均合格粒距:

    式 中:

    X,E {>0. 5-<1. 5?

    n2= n,

n,= N一2n,

  ，。=形+2n,+3成 二

N'=成+2形+3n; + 4n,

(8)

(9)

10)

11)

艺n;X

  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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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试验结果评价

6.1.2.1 排种性能指标

一
合格指数 : 一带X 100

重播指数 : (14)

漏播指数 :

一瓷X 100

一令X 100
6.1.2.2 播种精确性指标

    标准差 :

    式中 :

    X 〔{>0.5一(1.5}

    变异系数 :

6.2 选择性试验结果

    见附录E中E. 4p

E n,X-I一Xz
(16 )

C = a X 100     (17)

7 试验报告

详见附录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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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台 架 试 验

表 A. 1

项 目 试验型式 试验编号 倾斜度
种箱种 子

面高度

理论前进

  速度

排种器

转速

种子

类型

A 规定性试验

1.种箱内种子面高度

的影 响

静态或动态

可不带开沟器

101

102

103

104

无

1/1

1/8

1/1

1/8

高

低

高

低

平均

c

C

d

d

2.排种器转速的影响
静态或动态可不带开

沟器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无 1/2

低

高

低

高

低

高

最小

最大

最 小

最大

最 小

最 大

b

b

C

C

d

d

3.倾斜的影响 静态或动态

可不带

开沟器

::;
向后倾斜

    110

1/2 平均 平 均

:

::::
向前倾斜

    110

带开沟器

:::
向右倾斜

    110 :

::;
向左倾斜

    110 :

::{: 无

4.前进速度的影响 静态或动态带开沟器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无 1/2

  低

平均

高

  低

平均

  高

  低

平 均

  高

低

平 均

  高

最 大

平均

最小

最大

平均

最小

最大

平均

最小

最大

平均

最小

a

a

a

b

b

b

C

c

C

d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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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1(续)

项 目 试验型式 试验编号 倾斜度 .
种箱种子

面高度

理论前进

  速度

排种器

转速

种子

类型

5.种子附 加运动 的

影响

在承种床上作动态试

验带开沟器

501

502

503

无 1/2 平均 最大

a

b

c

6.种 子离 析现象 的

影响

固定或移动可不带开

沟器

601

602

603

无 1/8 平均 平均

日

C

d

B 选择性试验

7.种子包衣的影响
固定 或 移 动不 带 开

沟器

701

702

703

无 1/2 平均 平均 任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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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播种深度测定装t

    将播深测定装置跨播行放人土壤，使箱的上脊部和土壤表面处在同一平面。

    用刻有毫米(mm)刻度的平刮板将种子上的土壤刮去，使种子完全露出。然后用平刮板沿箱边测

量播深(见图B.1).

图 B. 1 播种深度测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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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频率试验编号

X

表 C.

F

频率统计计算表

0.1

0.2

0.3

O 4

0 5

0 6

:;
0，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工.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 l

3 2

3.3

3，4

3 5

3 6

0.05

，;=。2=艺，.

N一n;+，二+n;+。二+n;
N，!，主+Zn二+3。二+4n二

                刀2 = 刀1

      nl= N 一2左2

  n。=n二+2。二+3，;

0 15

0 25

0.35一}
0.、5一}
0.55一}

    成 =名踌

  又_昼龚
                    刀空

    /E”，x少 二2
“一叼 1几一一八

A一务“，00

D一带X，00

M一舒“‘00
C=口X100

0.65 }
0.75

0.85 } 一}
0.95 一}
105

1.15一� �一}一
1.25一� �一}一
1.35 }一
1.45 }一
1.55一}

成 =Enl

1.65一}
1.75

1.85

1.o5一} }
2.05一}
2.‘5一}
2，25

2.35

2.45 一}
2.55

成 =E执

2.65一{ }一
2.75 }一
2.85 }一
2一95一}
3.05一}
3.‘5一} }
3 25

3.35

3.45 一
n二= 兄n (凡 > 3.5)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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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颇率直方 图

相对颐率汽

2        2.5         3         3.5 玉产区间

图D. 1 频率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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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E

(规范性附录)

选择 性试 验

E.1 台架试验 (见附录 A)

E.1.， 试验分类

    包衣种子对播种的影响。

E. 1. 2 试验条件

    由试验站选择一种种子进行试验(最好用表面粗糙的种子以保持大的包衣量)，使用这种类型的种

子时应用最大的包衣量。

E.13 试验方法(静态或动态台架试验)

    排种装置以最大速度转动30 min，以新的包衣种子连续不断地加人种箱。

    在此期间进行以下3个试验:

    — 一个在开始阶段((701号试验);

    — 一个在中间阶段(702号试验);

    — 一个在最后阶段(703号试验)。

E.2 田间试验

E. 2. 1 试验项目应包括:

    a) 已播地上种子的实际粒距;

    b) 开沟深度的一致性;

    c) 播种深度的一致性。

E. 2,2 试验条件

    试验地为已耕地，地表应较平整，土壤类型和结构应均匀。

    前茬作物的深度、土壤类型、土壤结构(土层垂直断面上的土块分布、尺寸及含水量)应记人试验

报告 。

    土层结构可以用示意图表示，附在试验报告中。

    如可能，可用土壤坚实度仪测定地表0 cm-10 cm深度的土壤坚实度。

    试验的持续时间应足以取得有效的结果。

    机具从试验开始到终了在正常工作条件下应运转正常，除了在地头正常转弯外，不应停车。

    至少测定5行，测定长度应大于规定所播种子的250粒距长度。

    首次测定应在播种开始20 m后进行，最后测定应在播种结束前20 m停止。

    试验机构应按制造厂产品说明书规定测定试验用种子.

    如仅作一种试验，则应以2 m/s的前进速度进行。

    理论的播量应是该类型作物的规定播量。

    播深应是该种作物最适宜的播深，并应记人试验报告。

    注:该试验包括种子在出苗后均匀度的测定。

E.3 测定条件

每行检查，应作如下测定:

a) 相邻种子间距或作物植株中心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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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由土层的几个截面测得平均沟深。

c) 种子播深与地表面的水平关系，该深度的测定可参照附录B,

E. 4 选择性试验的结果

E. 4. 1 种子包衣效果的试验结果

    该说明应与规定性试验相同(见6.1),

    种子类型、包衣种子特性(制造方式、状态、可能的物理特性)应记人试验报告。

E.4.2 田间试验 结果

    间距应按规定性试验6. 1中规定。

E.5 田间生产试验

    田间生产试验面积:与大于15 kW拖拉机配套的播种机为40 hm';与小于15 kW拖拉机配套的播

种机为33 h.1，经济考核项目按GB/T 9478的规定。

E.6 试验报告

    见附录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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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F

        (资料性附录)

单粒(精密)播种机试验报告示例

制造厂名称和地址:

试验承担机构:

试验用样机由制造厂征得试验机构同意进行抽取.

F.1 单粒(精密)播种机技术规范

m

m

m

m

L

吨

掩

    特征

    商标 :

    型式 :

    编号 :

    牵引式、半悬挂式或悬挂式装置:

    排种装置及其驱动机构型式:

    传动比档位(速度)选择型式:

    最大和最小作业速度:

    排种装置最大和最小转速:

    适用于播种的种子规范和种子类型:

外廓尺寸

    宽度

    — 工作状态:

    — 道路运输状态:

    道路运输状态高度:

    道路运输状态长度:

其他技术规范

    加种高度:

    种子箱容积，

    空载质量 :

    载质量(说明种子类型):

    轮胎规格 :

    轮胎在半负载下的半径:

    轮胎压力 :

km/h
7/ - i

F.2 试验条件

日期和地点:

种子类型 :

地面倾斜度:

A[ C)15



GB/T 6973-2005

    播种 机的调节 :

    — 种子箱种子面高度:

    — 前进速度:

    — 播量调节:

    — 排种装置转速:

    种子 :

    — 尺寸 :

    — 商业化分析评定:

    — 净度 :

    — 千粒重 :

    — 含水量 :

大气条件 :

    — 湿度 :

00一
9
，
%

F. 3 试验结果

规定性试验:

    1号试验:种箱中种子面高度的影响;

    2号试验:排种装置速度调节的影响，见1号试验表F.1,1号播种单体;

    3号试验:机具在倾斜位置作业的影响，见1号试验表F.1,1号播种单体;

    4号试验:播种机前进速度的影响，见1号试验表F.1,1号播种单体;

    5号试验:种子附加运动的影响，见1号试验表F.1,1号播种单体;

    6号试验:种子离析现象的影响，见1号试验表F.1,1号播种单体。

    该表适用于各种类型的种子试验。

    编制每一种试验条件的间距直方图。

选择性试验

    7号试验:包衣种子的影响:

    对规定性试验除提出试验结果外，还应阐明包衣种子的物理特性。

    田间试验 :

    与规定性试验说明内容相同。

    不同调节所获得的各种深度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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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F. 1 播种单体

试验编号No

播种单体No;

种子型式 :

坡度 :

排种装置速度

最大 平均 最小

试 验结果

种子箱 种子箱 种子箱

满箱 半箱 1/8箱 满箱 半箱 1/8箱 满箱 半箱 1/8箱

前进速度 m/s 前进速度 m/s 前进速度 m/s

满箱 半箱 1/8箱 满箱 半箱 1/8箱 满箱 半 箱 1/8箱

高
平

均
低 高

平

均
低 高

平

均
低 高

平

均
低 高

平

均
低 高

平

均
低 高

平

均
低 高

平

均
低 高

平

均
低

理论调节 间距//cm

理论粒距/cm

合格粒距平均值//cm

排种性能

    合格指数

    重播指数

    漏播指数

播种变异系数

记录人 测定人 :


